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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大选的俄罗斯，人们还未忘记几个月前俄罗斯国家杜
马选举的结果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为了诚实的选举”口号
下，人们冒着严寒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取消杜马选举结果、撤换中
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并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将矛头指向谋求第
三个任期的普京，打出了“不要普京”的标语。令社会和舆论感到
振奋的是，大量抗议人群并非以往抗议活动中的常客——那些要
求增加退休金和提高社会保障的老年人或者呼吁解决住房和医疗
问题的弱势群体——而是被媒体称为“俄罗斯创新阶层”的社会中
坚力量。这些人的出现，折射出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转型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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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产阶级崛起 主动求改革
去年底，新面孔出现在

俄罗斯“反普京”大游行中：
他们穿着光鲜，大多受过良
好教育，有体面的职业，容
易接受新事物，经常使用互
联网，并不过分关心政治问
题。一些观察家称这是俄
罗斯“中产阶级”民主意识
的觉醒。

何谓“创新阶层”

这个阶层是在苏联解体
后，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转
型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
来的。他们接受市场原则和
民主思想，有劳动致富的理
想；他们依靠自己的知识和劳
动技能生存，而不是政府的退
休金和补贴；他们既能够创
造，也有能力消费，是俄罗斯
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被媒体
称为俄罗斯“创新阶层”。

但是，他们又受到俄罗
斯特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制
约，特别是经济危机的冲击。

经济危机期间，为了防
止社会动荡，政府通过增加
社会开支的方式，维持和增
加了退休金，提高了公职人
员、军人和强力部门职员的
工资和津贴。国有经济在政
府的支持下开始挤压私营经
济的生存空间，加上行政和
司法体系的腐败与效率低

下，“创新阶层”开始对现状
感到失望，关键的是，对未来
失去了希望。

要求改革而非颠覆

在现有的条件下，“创新
阶层”的诉求是改革，而不是
颠覆现有体制。而且，他们
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普京及
其执政党有突出的执政能力
和广泛的社会支持——特别
是在中小城市和乡村。随着
大选的临近，虽然街头抗议
之声小了许多，但是俄罗斯

“创新阶层”的政治诉求并没
有消失，说危机结束还为时
尚早。

首先是代表这股力量的
政党的发展。抗议集会一个
很明显的特点是参与者没有
统一的领导。代表“创新阶
层”的力量——即所谓右翼
的自由民主派——并没有一
两个强大的政党组织。无论
是合法政党，还是那些未经
登记的政治运动乃至个人，
比如前副总理库德林或者总
统候选人、亿万富翁普罗霍
罗夫，都还在为整合力量绞
尽脑汁。

俄政经改革两手抓

另 一 个 决 定 因 素 在

于，俄罗斯执政当局将在
多大程度上进行经济和政
治体制改革，以响应变革
的呼声。

普京在他的竞选纲领文
章《俄罗斯的新经济》中已经
承认了经济创新的必要性。
俄罗斯经济只有摆脱对原料
出口的依赖，走上创新发展
的道路，充分发挥“创新”阶
层的能力和潜力，让他们分
享发展的成果，经济基础才
是稳固的。

而且，俄罗斯当局也还
没有“自大”到忽视政治改革
的程度。作为对抗议活动的
回应，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
已经开始同反对派进行对
话，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建
议，宣布放宽政党登记和地
区领导人选举制度。普京
也在他的竞选文章中表示，
将进行体制的改革和新制
度的建设。

对于俄罗斯的治国精英
来说，如果他们固步自封，不
给“创新”阶层诚实致富的制
度基础和用手投票的机会，
那么简单地说，后者可能用
脚投票——俄罗斯的人才流
失现状极为严峻。而从严重
上来说，恐怕就不是街头抗
议的问题了。

莫斯科大学博士 刘乾2月4日，俄罗斯莫斯科，反对普京的民众参加大游行。


